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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对急性血栓性

浅静脉炎模型兔的影响

李光宗#

#杨宝钟#

#庞#鹤#

#李友山!

#金#潇#

#邢#彤#

#张凡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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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对甘露醇所致的急性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药效作用并探讨其起

效机制" 方法#实验用健康日本大耳白兔
#=

只随机分为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组#膏方组$%脉络舒通颗

粒组#颗粒组$%空白对照组%模型组&每组
<

只" ?用甘露醇输液制成血栓性静脉炎兔子模型" 膏方组给予

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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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胃&每日
!

次'颗粒组给予脉络舒通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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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给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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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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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激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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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BD HBDAC1 &

&

PR&

$

@O6S

及蛋白表达" 结果#日本大耳

白兔造模后第
7 T;

天陆续出现耳缘静脉红肿&触摸呈条索状&活动减少&食量%饮水减少" 与空白对照组比

较&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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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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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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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比较&颗粒组%膏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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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降低&且膏方

组低于颗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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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通过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促进炎症恢复"

关键词#急性血栓性浅静脉炎' 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 甘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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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围血管疾病里静脉系统疾病之一"临

床表现为沿静脉及分支的浅层静脉出现条索'硬结"皮

肤色红伴有灼热"局部疼痛拒按"触之较硬"其中一部

分患者可伴有周围片状潮红'皮肤发热等炎症反应"自

觉症状为下肢疼痛'肿胀"若症状重者会伴有发热'头

痛等全身症状"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

#

)

* 应用益气活

血祛湿解毒中药治疗急性
:)P

"具有携带方便"便于

操作"质量可控"作用时间长"不良反应小"患者依从性

高等特点* 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为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内部制剂"自
!"#7

年开始我科便开始应用*

本实验通过动物实验观察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对甘

露醇所致的兔耳缘静脉输液性静脉炎的药效作用"研

究应用中医内服+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干预急性

:)P

过程中"血管的病理变化'炎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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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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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41A2 VA-./2 #9

"

6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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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细胞生物学活性变化*

材料与方法

#

#实验动物#

#=

只实验用健康日本大耳白兔"

雌雄各半"体重
!

!

7 T %

!

7 HL

"生产许可证号
:&_R

$京%

!"#<

"

""#!

"合格证号#

##$"<>""""#<#%

"实

验前在实验场所先适应性喂养
#

周"活动'排便'饮

水'饮食等均正常"无其它系统疾病* 饲养条件#单

笼饲养"自由饮水和摄食"光照明暗周期
#! E

"室温

$

!"

%

#

% &"湿度
7"d

%

#"d

* 实验中所有操作均

符合相关动物实验伦理原则"通过中国中医科学院

基础理论所动物伦理审核$伦理批号#

!"#=

"

7=

%*

!

#实验药物#+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由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剂科制备"质量检测"制品生产

均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由生黄芪
%" L

'

当归
#7 L

'赤芍
#7 L

'虎杖
!" L

'川芎
#! L

'丹参

!" L

'三七
= L

'地龙
> L

'苍术
#7 L

'黄柏
#7 L

'双花

<" L

'生栀子
#! L

组成%*

脉络舒通颗粒由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

格#每袋
!" L

$无蔗糖%"生产批号#

!"#7"$<#

"主要

成分为#黄芪'金银花'黄柏'苍术'薏苡仁'玄参'当归'

白芍'甘草'水蛭'蜈蚣'全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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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试剂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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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试

剂盒"中杉金桥
`N(

$

>"#$

&

)O6]/4

总
O6S

提取试剂"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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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及造模方法#选择健康实验日本大耳白

兔
#=

只"于实验前
!

天剪去耳缘周围毛发"清水擦净

耳缘部位"逆毛方向剃毛"暴露双侧耳缘静脉"观察皮

肤'称重"按顺序排列编号* 随后应用
?[-14

软件将所

有动物分组* 方法如下#在第一列按顺序把各动物编

号按升序排列"然后在第二列以
?[-14

中自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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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插入随机数"以拖曳功能将各个编号

附上一个随机号* 然后把这些随机数通过+复制, "

+选择性粘贴, "+数值,操作而固定下来"再与动物编

号一起以+扩展区域,形式按升序排列"即得到了各组

的随机号码* 分为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组$膏方

组%'脉络舒通颗粒组$颗粒组%'空白对照组'模型组"

每组
<

只* 造模方法应用
!"d

甘露醇(

%

)参照既往造

模方法(

<

"

;

)及预实验* 操作方法#除空白对照组外"其

余各组室温下"采用兔架限制活动"找到兔耳静脉"每

侧
#

根"局部去毛'消毒"兔子平静后进行生理盐水预

穿刺"确保头皮针在静脉中同时药液无渗漏时更换已

准备好的
!" @N

注射器缓慢推助
!"d

甘露醇溶液"

用药量为
< @NJHL

"每日
!

次"间隔
= E

" 速度

# @NJ@BD

"共
;

天* 兔耳缘静脉距耳尖
! -@

处穿

刺"静脉滴注时避免药物外渗"有明确外渗时废弃"每

次输注固定穿刺点"所有动物两耳均同时使用$见图

#

%* 造模后每日观察兔的形态学改变及穿刺静脉其

周围组织的皮肤颜色"若皮肤变红并有硬结"表示造

模成功 $经此前预实验结果"此剂量造模成功率

#""d

"无死亡病例%* 造模过程中观察兔耳缘静脉

注射后饮食'活动'死亡情况&局部静脉大体表现"有

无静脉炎"静脉炎出现时间"静脉炎的严重程度判

断等(

$

"

>

)

*

##注#

S

为空白对照兔&

9

为模型兔

图
#

%静脉炎造模 $造模后干预前%

7

#给药方法#兔子的用药剂量参考-药理实验

方法学.

(

!

)

* 造模成功后
!< E

开始灌胃给药"给药前

禁食
! E

* 膏方组经灌胃给予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

剂量为每日
!

!

%< LJHL

$相当于成人用药剂量的

#"

倍%

(

#"

)

"每日
!

次"间隔
$ E

* 颗粒组经灌胃给予脉

络舒通颗粒剂量为每日
!

!

$" LJHL

"每日
%

次$相当于

成人用药剂量的
#"

倍%* 给药时间
;

天* 空白对照

组及模型组不给予干预措施*

=

#标本采集#空白对照组'模型组'膏方组'颗粒

组在用药后第
;

日"分别提取标本* 在苯巴比妥钠腹

腔麻醉下提取活体标本"以静脉穿刺点前方
#

!

7 -@

处为中心"切下
# -@

%的耳廓组织"进行
O1A4

$

.B@1

P&O

'

*1C.12D 04/.

检测*

静脉血采集#应用一次性无菌注射器抽取静脉血

液"装于离心管中"用离心机
% """ 2 J@BD

"离心

#" @BD

"血清分别移入
?P

管中"放入 "

!"

&冰箱

保存*

;

检测指标及方法

;

!

#

#

)6M

$

!

'

(N

$

=

'

&OP

'

(N

$

#"

检测#?用酶联

免疫法检测血清中
)6M

$

!

'

(N

$

=

'

&OP

'

(N

$

#"

含量*

;

!

!

#

6M

$

#9

'

PR& @O6S

检测#采用
O1A4

)B@1

荧光定量
P&O

法检测* 实验操作按产品说明

书依次进行"应用
)O6]/4

总
O6S

提取试剂进行样本

O6S

提取* 将采集的组织放入已预冷的研钵中研磨

成粉末状&分别加入
)2B]/4

"室温下保存
7 @BD

&随后加

入氯仿
"

!

! @N

"充分振荡离心管"完全混匀"随后室

温下放置
7 T#" @BD

&应用离心机在
#! """ 2 J@BD

下

离心
#7 @BD

"使用吸管吸取上层水相$

;"d

%到另一

新离心管管中* 当移入新管后"加入等体积的"

!"

&

预冷的异丙醇"然后充分混匀"放置于冰上
#" @BD

&再

次应用离心机以
#! """ 2 J@BD

的转速离心"

#7 @BD

"

去掉上清液"使用
# @N ;7d

乙醇
)2B]/4

的比例加入

;7d I?P&

乙醇洗漆沉淀 $

<

&保存%"然后洗去沉

淀物"振荡混匀"应用离心机在
<

&下以
#! """ 2 J@BD

的转速高速离心
7 @BD

&最后去掉乙醇液体"室温下静

置
7 @BD

"然后再加入
I?P&

处理过的水帮助溶解沉

淀* 按产品说明书"采用
P2B@1:-2BQ. O) 21AL1D.

RB. cB.E LI6S ?2AC12

进行
-I6S

反转录* 具体引

物序列见表
#

*

-I6S

样品依次配置
O1A4

$

.B@1 P&O

反应体系* 加样后置于
O1A4

$

.B@1 P&O

仪上进行反

应* 其程序按下述程序进行#

>7

&"

%" C

&

<"

个
P&O

循环$

>7

&"

7 C

&

="

&"

<"C

%* 扩增反应结束后"按

$

>7

&"

#" C

&

="

&"

=" C

&

>7

&"

#7 C

%&并逐渐从

="

&缓慢加热到
>>

&* 各样品的目的基因和内参分

别进行
O1A4

$

.B@1 P&O

反应"每个样本检测
%

个复

孔* 数据采用
!

"

!! &)法进行分析*

表
#

%引物序列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

7

'"

%

'%

引物大小

$

0Q

%

6M

$

#9 7

'$

)S&\S)\\SS&)S&S&&&&)\&

$

%

'

!<=

7

'$

)\)\SS&)&)\\&)&S)S&\\)

$

%

'

PR& 7

'$

&\)&&)\&)\)S)\S\S)\&)

$

%

'

##!

7

'$

\\S&SS\\S)))\\\\)S\\

$

%

'

A-.BD 7

'$

SS\)\&\S&\)\\S&S)&&\

$

%

'

#">

7

'$

\\\&\\)\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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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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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

"

6/

!

#"

!!"#(%!

;

!

%

#

6M

$

#9

'

PR&

蛋白检测#采用
*1C.12D

04/.

法检测* 样品首先应用
P9:

进行稀释* 准备

9&S

工作液
S

液(

9

液
e 7"

(

#

"同时稀释各个提取

9:S

的标准品* 以
O(PS

调整蛋白浓度"通过加入

7

)还原样品缓冲液"制备样品终浓度#

< @LJ@N

* 配

制分离胶时"待检测蛋白样品上样量#

!" $LJ

孔* 电压

浓缩胶恒压
>" 3

"时间
!" @BD

&分离胶恒压
#=" 3

*

湿转法"转膜条件#

%"" @S

恒流"

"

!

<7 $@

孔径
6&

膜* 转膜时间#小分子量转膜
%" @BD

"其余转膜

#

!

7 E

*转膜完成后丽春红染色试剂对膜进行染色"观

察转膜效果* 封闭#将膜完全浸没
%d 9:S

$

)9:)

中

室温轻摇
%" @BD

* 一抗孵育#用
%d 9:S

$

)9:)

稀释

一抗"

PR&

$

#

(

# """

%'

P=7

$

#

(

! """

%"

<

&过夜*

)9:)

洗膜
7

次"每次
7 @BD

* 二抗孵育#山羊抗兔

(L\

$

^ fN

%

^OP

"

#

(

!" """

"山羊抗小鼠
(L\

$

^ f

N

%

^OP

"

#

(

#" """

"室温轻摇
<" @BD

* 洗膜#

)9:)

洗膜
7

次"每次
7 @BD

* 显影#

?&N

加到膜上后反应

# T! @BD

"胶片曝光#

#" C T7 @BD

$曝光时间随不同

光强度而调整%"显影
! @BD

"定影* 胶片进行扫描用

于分析*

$

#统计学方法#统计学软件应用
:P:: #>

!

"

软件"数据以
[

%

C

表示"采用
S6,3S

分析&两两比

较采用
N:I

'

IGDD1..

$

.

检验*

P U"

!

"7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

#一般状态比较#兔耳缘静脉造模后
7 T ;

天

陆续出现穿刺耳朵肿胀"穿刺点周围静脉红肿"触摸有

条索状"同时伴有尿黄'活动及食量减少'饮水变少等"

造模成功率为
#""d

* 给药后膏方组及颗粒组穿刺点

红肿减轻"活动及饮食基本恢复正常"但膏方组静脉周

围红肿及条索较颗粒组恢复快"饮食及尿黄等情况恢

复也优于颗粒组*

!

#各组
)6M

$

!

'

(N

$

=

'

&OP

'

(N

$

#"

结果比较$表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6M

$

!

'

&OP

'

(N

$

#"

'

(N

$

=

水平升高$

P U"

!

"7

%&与模型组比较"颗粒组'膏

方组
)6M

$

!

'

&OP

'

(N

$

#"

'

(N

$

=

水平降低"且膏方组低

于颗粒组$

P U"

!

"7

%*

%

#各组
6M

$

#9

'

PR& @O6S

表达结果比较$图

!

'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6M

$

#9 @O6S

表

达增高$

P U"

!

"7

%* 膏方组组织中
6M

$

#9

'

PR& @O

$

6S

表达较颗粒组减低"颗粒组
PR& @O6S

表达较

模型组降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g"

!

"7

%*

##注#

+

为
I6S +A2H12

#

I+!"""

&

#

'

!

'

%

'

<

依次为模型

组'颗粒组'膏方组'空白对照组

图
!

%各组
6M

$

#9

'

PR& @O6S

电泳图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P U"

!

"7

图
%

%各组
6M

$

#9

'

PR& @O6S

表达结果比较

<

#各组
6M

$

#9

'

PR&

蛋白表达结果比较$图
< T=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6M

$

#9

'

PR&

蛋白表达增

高$

P U "

!

"7

%&与模型组比较"颗粒组及膏方组
6M

$

#9

'

PR&

蛋 白 表 达 降 低" 且 膏 方 组 低 于 颗 粒

组$

P U"

!

"7

%*

图
<

%各组
PR&

蛋白电泳图

表
!

%各组
)6M

$

!

'

(N

$

=

'

&OP

'

(N

$

#"

结果比较#$

[

%

C

%

组别
D )6M

$

!

$

QLJ@N

%

&OP

$

LJN

%

(N

$

#"

$

QLJ@N

%

(N

$

=

$

QLJ@N

%

空白对照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颗粒
<

"

*

##7

%

"

*

"#7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膏方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7

!#

"

*

#";

%

"

*

"#7

!#

##注#与空白组比较"

"

P U"

!

"7

&与模型组比较"

!

P U"

!

"7

&与颗粒组比较"

#

P U"

!

"7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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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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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与模型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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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与颗粒组比较"

#

P U"

!

"7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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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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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讨##论

下肢急性
:)P

是周围血管疾病中的静脉系统疾

病"是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属中医学+恶脉,'+青

蛇毒,'+脉痹,'+黄鳅痈,'+赤脉,等* 正如-灵枢!

营卫生会.里指出水液的代谢是借助脾胃的升清降浊

方可+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水谷入胃化生精微所经

的泌糟粕'蒸津液'化精微的过程亦是暗含了中焦脾胃

之气升清降浊的转输作用* 在急性
:)P

的治疗中亦

应更加重视脾胃的调理"因在此病证中"大多表现来为

+火热,"临床医师遣药多予黄芩'黄连'黄柏等苦寒之

品"最易损伤胃气* 此时如果进食补药物又多温热'滋

腻之品"过则易损伤脾胃* 同时此类患者"多虚实夹

杂"全身属虚"局部属实"须要审证调治"虚实兼顾"治

疗中应佐以健脾益气"行气活血之品"疏其血气'令其

条达"使经络畅达'脏腑协调"阴阳平衡* 正如李氏(

##

)

所认为"膏方是大方"其特色之一是在诊治中始终贯穿

着+因人而宜,的治疗思想* 从改变体质入手达到+治

未病,的目的"或益气"或补阴"或温阳"或利湿"或开

郁"或疏血* 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中采用生黄芪'丹

参为主药"应用生黄芪取其悍"走而不守之性"益气

固表"以助行血消肿之力"+逐五脏之恶血"具有益气"

利阴气,之功"利水'化瘀'无偏寒'偏热之弊"为+气中

血药,

(

#!

)

* 丹参一味"养血活血"用于本病可祛瘀血而

生新血"使气血通畅"活血行血"使因瘀而聚之水湿消

散"配生芪则补泻兼施"气血兼顾* 佐以+血中气药,

川芎"辛温香燥"走而不守"既能行散"又入血分"活血

祛瘀作用广泛"适宜瘀血阻滞各种病症* 芍药养血缓

急止痛而通血痹"与桂枝合用"调营卫'和表里&活血药

中应用虫类活血药"配上当归补血汤"活血祛瘀'补气

养血而不伤正气* 然则仅以活血化瘀之品则力量不

足"加血肉有情的地龙* 地龙通经活络'活血化瘀* 当

归'丹参'三七'川芎活血祛瘀止痛&黄柏清热利湿解

毒&栀子'金银花清热泻火解毒&虎杖清热解毒"散瘀止

痛&苍术燥湿健脾"与白术相比"苍术走表之性更强"且

祛湿化浊之力优于白术"故用苍术而弃白术* 该药方

组方简洁"以补气扶正为主"辅以活血通络"清热解毒

散结"数味药联合应用"效专力宏"活血祛瘀通络而不

伤正气*

现代药理研究中发现丹参成分丹参多酚酸能够稳

定血小板聚集'黏附水平" 改善血液循环" 进而防止栓

形成(

#%

)

* 黄芪'丹参提取物能减轻炎性反应程度"

(&S+

$

#

'

6M

$

#9

$

Q=7

%的表达水平(

#<

)

* 金银花主要

成分为绿原酸具有很强的抗炎'抗氧化活性(

#7

)

* 地龙

其主要成分有纤维蛋白溶解酶'蚓激酶'蚓胶质酶

%

种酶"有预防'治疗血管疾病的作用(

#=

)

* 当归'芍

药'川芎等补血活血功效与其抗贫血'抗血液流变性异

常'调节超氧化物歧化酶$

CGQ12/[BY1 YBC@G.AC1

"

:,I

%活性等现代药理有较大的关联性"其有效成分

可经由
)NO7

$

6M

$

#9

'

9-4

$

!J9A[

'

Q%$J+SPR

等多条

信号通路相互作用多途径'多靶点发挥作用(

#;

"

#$

)

* 同

时补气药'活血药可增加组织中
:,I

含量"提高
:,I

活性"增强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

* 在前期研究中发

现益气祛瘀'解毒通络为法"可明显降低血管炎症

反应(

!"

)

*

脉络舒通颗粒是由四妙勇安汤加味演变而来"是

临床上口服治疗急性
:)P

的常用中成药"具有清热解

毒'化瘀通络'利湿消肿之功效* 用于湿热瘀阻脉络所

致的
:)P

导致的下肢肢体肿胀'疼痛'肤色暗红或伴

有条索状物* 脉络舒通颗粒可以使血管内皮功能受损

特异性标志/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

Z/D *B44102ADY

VA-./2

"

Z*M

%降低"从而降低血液高凝状态"同时可

以降低血小板活化的特征性标志物
&I=!Q

"抑制血栓

形成(

!#

)

* 选择脉络疏通颗粒作为阳性对照药物"是因

为其具有明确临床试验数据"其给药途径与静脉炎合

剂相同"但剂型不同"同时作用机制相似* 以上几点均

符合实验阳性对照药物选择原则*

有研究发现静脉血栓的患者体内血浆
)6M

$

!

'

(N

$

=

'

&OP

等炎症标志物表达增高"提示静脉血栓中

有炎症的存在(

!!

"

!%

)

*

)6M

$

!

是炎症反应的重要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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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引起其他炎症因子释放"在炎症反应急性期"血浆

)6M

$

!

对血管炎症过程有调节作用"同时影响血管内

皮细胞活性(

!<

)

*

(N

$

=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在免疫调

节'应激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可刺激肝脏产生纤溶酶原

激活物抑制剂"和纤溶酶原激活物结合并使其失去活

性"导致纤溶功能降低"促进血栓形成(

!7

"

!=

)

* 本实验

中模型组日本大耳白兔
(N

$

=

较颗粒组'膏方组及空白

组明显升高"说明在
:)P

急性期
(N

$

=

明显升高"经过

治疗"颗粒组及膏方组
(N

$

=

数值较模型组降低"表明

静脉炎膏方及脉络舒通颗粒可降低日本大耳白兔体内

(N

$

=

水平"而静脉炎膏方组
(N

$

=

水平低于阳性药组*

&OP

是炎症反应的较敏感指标(

!;

)

* 当炎症反应发生

后"刺激肝脏合成
&OP

"通过经典途径激活补体"释放

炎症介质"促进黏附和吞噬细胞反应(

!$

)

* 其还可以诱

导单核细胞表达促凝血因子///组织因子 $

.BCCG1

VA-./2

"

)M

%"导致血栓形成* 本实验中"模型组日本大

耳白兔
&OP

较阳性药组'膏方组及空白组明显升高"反

应出在日本大耳白兔
:)P

急性期
&OP

升高明显"经过

治疗"阳性药组及膏方组
(N

$

=

数值较模型组降低"但仍

高于空白组*

(N

$

#"

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胞产

生(

!>

)

"通过
6M

$

#9

信号途径启动靶基因转录"激活凝

血酶原"促进血栓形成* 大量
(N

$

#"

蛋白的释放使活化

的中性粒细胞聚集在血管壁上"促进细胞的前凝血活性

增加导致微血栓的形成(

%"

)

* 在动物实验中笔者发现模

型组日本大耳白兔血浆中
)6M

$

!

'

(N

$

=

'

&OP

'

(N

$

#"

较

空白对照组明显升高"局部炎症反应对组织有一定破坏

作用"降低
)6M

$

!

'

(N

$

=

'

&OP

'

(N

$

#"

等炎症介质的过度

合成和释放"有利于控制炎症反应程度"进而有利于急

性
:)P

的治疗*

张春强等(

%#

)发现创伤后炎症因子
)6M

$

A

'

(N

$

4"

'

(N

$

=

在不同时相点'不同的血栓存在状态表达水平不

同"认为在血栓形成过程伴随着炎症反应过程* 在静

脉血栓形成过程中"多形核白细胞$

Q/4W@/2QE/DG

$

-41A2

"

P+6

%是主要炎性细胞"也是第一个到达损伤

组织的炎性细胞(

%!

)

* 既往研究资料表明
6M

$

#9

可通

过上调促炎因子及促纤维化因子使静脉炎严重程度加

重(

%%

)

*

6M

$

#9

信号传导通路是抑制
P+6

凋亡的信

号传导通路"活化的
6M

$

#9

可诱导中性粒细胞凋亡延

迟而使其生命周期延长"激活并产生大量炎性介质和

氧自由基(

%<

)

*

*A2Y &

等(

%7

)认为可通过抑制
6M

$

#9

的活化"从转录因子水平有效地抑制中性粒细胞的聚

集'活化"促进
P+6

凋亡"减轻血栓形成过程中的炎

症反应"阻断血栓形成* 本实验通过
O1A4 )B@1 P&O

检测发现膏方组组织中
6M

$

#9

基因达水平改变明显&

阳性药组
6M

$

#9

'

PR&

的基因表达改变明显*

持续性的
6M

$

#9

高活性会使细胞因子表达"白细

胞侵润和炎症*

PR&

作为丝苏氨酸蛋白激酶"于血管

平滑肌细胞的增生过程中参与了细胞信号转导过程"

通过磷酸化转录因子在各种组织中广泛分布"并参与

了细胞的增殖'分化等"表达参与调控细胞周期"并对

细胞生长'调亡起调节作用(

%=

"

%;

)

* 本次研究结果也是

印证了此作用*

(N

$

#"

与内皮细胞的
(N

$

#"

受体结合"

激活信号通路"导致组织因子释放"从而启动凝血途

径"使血浆内的凝血酶激活"同时促使纤维蛋白原变成

纤维蛋白"最终促进血栓形成(

!>

"

%"

)

* 在急性
:)P

中

转录因子
6M

$

#9

被激活"发挥促进凋亡的作用"

)6M

$

!

是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产生的促炎细胞因子"

与
(N

$

#"

'

(N

$

=

'

&OP

参与了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

%<

)

*

本次实验发现益气活血祛湿解毒膏方可降低
)6M

$

!

'

(N

$

=

'

&OP

'

(N

$

#"

的水平* 同时也证实膏方组及阳性

药组的组织中
6M

$

#9

'

PR& @O6S

及蛋白表达水平

明显改变"可能是其治疗
:)P

的机制之一*

本研究由于实验条件有限"日本大耳白兔的样本

量相对较少"实验结果仍然需要大量的样本进一步证

实"同时采血的时间点可以进一步细化"以精确血液高

凝的时间及状态"同时药物的浓度以及其对高凝'炎症

状态的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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